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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第十八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在北京

开幕。从讨论“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水循环演变规

律 与 机 理 ”到 探 究“ 利 用 综 合 手 段 提 高 用 水 效

率”，从研究“河湖健康”到共商“大江大河大湖保

护与治理”，一项项课题，离不开“流量”这个基本

概念。认识水、研究水，往往从流量入手。那么，

什么是河流流量？

追根溯源，“流量”一词很早就用来形容水。

从严格学术定义看，流量就是在单位时间内通过

河渠或管道某一过水断面的水体体积，单位为立

方米每秒。通俗地讲，如果把河流想象成自来水

管，把“某一过水断面”想象成水龙头，那么流量

就是每秒从水龙头放出的水量。

算出流量能干啥？其实，流量是了解江河湖

库的重要指标。每月流量相加，可以算出河流全

年径流量，我们就知道了河流一年有多少水，水

利部门可以开展水量配置、调度，实施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每月流量比照，就能清晰了解流量大小变化，推断出

河流丰季和枯季，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重要依据。此外，水利工程

建设也离不开流量。在规划设计阶段，设计师要翻阅大量的流量历

史资料，进而确定工程的规模、防洪标准等。在建设阶段，施工单位

需要依据流量制定施工措施。进入运行阶段，流量又成为工程调度

的依据。比如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在遇到大流量洪水时，可以相

互配合，依次减少下泄流量，有效降低长江下游水位。

流量如何测？根据概念可知，只要获取过水断面面积和流速，

两者相乘就是流量，这就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流速面积法。其

实，流量的测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战国时期，慎到曾在黄河

龙门用“流浮竹”测定河水流速，形成浮标法测量的雏形。浮标法测

量精度稍差，但它简单、快速、易实施，遇到洪水暴涨暴落、漂浮物多

等特殊情况时，仍可作为应急测量方法。

一系列高技术仪器的应用，让流量测定更快捷更准确。比如声

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它利用多普勒效应，通过测量过水断面的水

流声波频率改变，推算流量。在高流速、大含沙量等复杂环境下，

电波流速仪、雷达流速仪等非接触式仪器可大显身手。特别是近

些年来，卫星、无人机、无人船等纷纷加入流量测定队伍，测量实现

了“天—空—地”一体立体化监测，可更好地为流域规划、河流治理、

防汛抗旱、工程建管、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总工程师，本报记者王

浩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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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是了解江河湖库的
重要指标。近些年来，卫星、无
人机、无人船等纷纷加入流量
测定队伍，测量实现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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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国 防 沙 治 沙 工

作 取 得 显 著 成 效 ，累 计 完 成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任 务 2033 万 公 顷 ，53% 的 可 治 理 沙 化

土 地 得 到 治 理 ，全 国 荒 漠 化 和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连 续 4 个 监 测 期 净 减 少 ，重 点 治 理

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

历史性转变。

到 2030年，防沙治沙
取得决定性进展

《规划》明确了今后一个阶段全国防

沙治沙的目标任务，即到 2025 年，完成沙

化 土 地 治 理 任 务 1.02 亿 亩 ，沙 化 土 地 封

禁 保 护 面 积 3000 万 亩 ；到 2030 年 ，完 成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任 务 1.86 亿 亩 ，沙 化 土 地

封 禁 保 护 面 积 9000 万 亩 ，全 国 67%的 可

治 理 沙 化 土 地 得 到 治 理 ，防 沙 治 沙 取 得

决定性进展。

“《规划》是开展防沙治沙工作、履行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指导性文件，

是省级人民政府编制本行政区域防沙治沙

规划的主要依据。《规划》确定的各省份防

沙治沙任务，是开展省级防沙治沙任期目

标责任考核和林长制督查考核的重要指

标。”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孙国吉

表示，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对于推进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

丽中国、全面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阶段，我国防沙治沙工作要按照

保护优先、重点修复、适度利用的总体思

路，依托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以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为引

领，以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重点，

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目标，充分调动

各方面力量，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全力

推进防沙治沙高质量发展。”孙国吉说。

因地制宜，实行沙化
土地分类保护

在总体布局上，《规划》统筹考虑沙化

土地空间分布、治理方向的相似性及地域

上相对集中连片等因素，将我国沙化土地

划分为干旱沙漠及绿洲、半干旱、青藏高原

高寒、沿海沿江湿润等沙化土地类型区、23
个防治区域。

孙国吉介绍，根据沙化土地分布特点

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等，《规划》确定 7 个重

点建设区域。其中内蒙古东部及京津冀山

地丘陵、库布其沙漠及毛乌素沙地、河西走

廊及阿拉善高原等 3 个区域为优先治理

区，需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加大防沙治

沙力度；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及绿洲区、塔克

拉玛干沙漠及绿洲区、柴达木盆地沙漠及

共和盆地、西藏“两江四河”河谷等 4 个区

域为优先预防区，以保护好沙化土地为主，

治理为辅。

《规划》明确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

实行沙化土地分类保护，全面落实各项保

护制度，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然修复功能，

促进植被休养生息，从源头上有效控制土

地沙化。强调对于人为活动不频繁的原生

沙漠、戈壁等自然遗迹，坚持宜沙则沙，强

化保护措施，不要人为干预。对于人为活

动较为频繁但不具备治理条件的，以及因

保护生态的需要不宜开发利用的连片沙化

土地，有计划地划定为封禁保护区，实行封

禁保护。将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系统脆弱、

自然生态保护空缺的区域纳入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规划》强调要牢固树立系统观念，以

沙漠边缘及绿洲、沙地、流域、山系等为防

治单元，加强治沙、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

和管理。对于规划重点治理的沙化土地，

依靠科技进步，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

因地制宜采取工程、生物措施相结合，乔灌

草相结合，选用耐干旱、耐瘠薄、抗风沙的

树种和草种，以雨养、节水为导向，科学配

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营造防风固沙林

网、林带，及防风固沙沙漠锁边林草带等。

确定了包括封山（沙）育林育草、飞播固沙

造林种草、工程固沙、沙化草原治理、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沙化耕地治理和配套设施

建 设 等 4 大 类 11 项 沙 化 土 地 综 合 治 理

措施。

《规划》提出，适度发展绿色生态沙产

业。“坚持治沙致富、增绿增收相结合，在保

护好生态且水资源条件允许的基础上，利

用光、热、土等资源，适度有序地发展节水、

低碳、环保型特色沙产业，促进农牧民增

收，助力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孙国

吉表示，此外，重点在八大沙漠、四大沙地

开展沙漠自然公园建设，在保护好生态的

基础上，适度发展生态旅游，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提高公众防沙治沙和生态保护

意识。

多措并举，保障目标
任务如期完成

“防沙治沙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

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等特

点，防沙治沙面临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国

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防沙治

沙目标任务如期完成，《规划》提出以下几

项保障措施。

在组织保障方面，强化党对防沙治沙

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防沙治沙工作政府

负责制，沙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防沙治

沙负总责。国务院林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协调、指导全国防沙治沙工作，发展

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

业农村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

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

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在落实防沙治沙目标责任方面，按照

防沙治沙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

治沙工作的决定》等有关规定，依据《规划》

确定的各省份防沙治沙任务，与防治任务

重的 12 省份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签订《“十四五”防沙治沙目标责任书》。

组织开展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

和林长制督查考核，重点考核沙化土地治

理任务完成情况。

在保障防沙治沙资金方面，按照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

方预算，突出重点，加强资金保障。重点依

托“双重”工程项目、“三北”工程，以及全国

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

补偿等项目，切实做好防沙治沙任务落地

上图工作。同时，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防沙治沙。

在科技示范引领方面，鼓励广大科技

工作者加强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开

展防沙治沙科技创新。健全防沙治沙标准

体系，加强技术培训，完善技术推广和服务

体系。创建一批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

区，积极探索技术模式、政策机制和产业发

展等，示范引领区域防沙治沙工作高质量

发展。

孙国吉表示，将紧紧围绕《规划》确定

的总体思路和建设重点，坚持以改善生态

和改善民生为目标，认真做好防沙治沙和

石漠化综合治理的组织、协调、指导工作，

强化任务落实，强化政策支持，强化法治保

障，强化激励约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规

划》实施，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到2030年，全国 67%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高质量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本报记者 董丝雨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核心阅读

《全 国 防 沙 治 沙 规 划
（2021—2030 年）》（以下简
称《规划》）近日全文发布。
《规划》明确了今后一个阶段
防沙治沙工作的总体思路、
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有助
于全面、科学、系统、持续开
展荒漠化治理，高质量推进
防沙治沙工作。


